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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经典对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性
罗　丽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实验小学　342200

摘　要：国学经典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集结了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智慧，是一种内涵、种类都非常丰富的文学资

源，教师应该把这些资源有效应用在语文教学中，并且促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将这些内容

进行分解，并引入课堂，然后以引导感知内涵、组织表演活动、设计应用任务等方式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运用循序渐进形式，

无形中引导学生形成积极人生观和正确价值观。这促进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使得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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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国学经典成了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课外读物。

在核心素养的视域下，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将国学

经典加入其中，能够不断地熏陶学生的思想，起到思想教化

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创设有效的诵读情境的方法，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诵读对话活动，能够吸引学生更好地诵读

国学经典，这就可以提升诵读教学效果。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国学经典的现状

（一）忽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及理解力的培养

小学时期是学生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关键时期，所以，

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当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和理解力的培养。

语文教师要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将国学经典内容融

合到语文教学中，并培养学生的理解力和思维能力。在小学

阶段，语文学习中古诗文是与国学经典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

可促使学生详细了解中华历史优秀文化内涵，还可以感受作

者感情。可是，部分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理解古

诗词表面含义，却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作者赋予古诗词的情

感以及古诗词文化内涵，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思维能力有限，

理解不了作者表达的内容，也就很难领悟国学经典的精髓。

（二）过于依赖教学辅助材料

小学时期的语文教学中，国学经典与日常教学结合，最

突出的地方就是与古诗词和文言文的结合，以让学生了解国

学经典的文化内涵，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但是，部分语文

教师过度依赖教材辅助资料，单纯让学生看注释，将古诗文

翻译成白话文，背诵下来即可。这样的教学中，小学生很少

能独立地理解古诗文，自然不能深刻掌握，也就不能感受到

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描绘的意境，从而难以理解古诗

文的文化内涵。

二、国学经典对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性分析

（一）引入分解资源，积累丰富语言素材

在经典诵读活动中，教师不能直接引导学生诵读完整的

国学经典资源，而是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将国学

经典分解成分层、分类的资源，然后为学生布置合适的诵读

任务。如此，教师能够让学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了解国学经

典。此外，教师还可以基于核心素养视域，引导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逐渐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

以国学经典《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为例，这些

经典的篇幅对小学生而言都较长，如果将这些内容一次性传

授给小学生，可能会导致学生对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在实际

的诵读教学中，教师可以仿照教材编排，将所选择的国学经

典作品分解成合适的部分，然后以每日任务、每日资源的形

式提供给学生。以《百家姓》为例，这是我国经典的蒙学读

物，可以被用在小学低年级中。在引入《百家姓》资源时，

教师可以将整理好的资料平均分配到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

中，以长时间的诵读跨度奠定学生良好的经典诵读基础。比

如，教师可以将《百家姓》平均分配在一个学期中，那么学

生基本上每天需要诵读学习的内容便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便可以合理引导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积累语言素材。此

外，教师还可以以周为单位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首先以一天

的时间教会学生诵读本周所要学习的内容；其次在接下来的

四天中，开展对具体内容的讲学、诵读活动，并要求学生在

诵读活动中以写日记、拍视频等方式进行语言的积累。如此，

教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并辅助学生积累

语言素材。

（二）引导感知内涵，培养深厚文化素养

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开展的经典诵读活动应不仅停

留在发展学生诵读能力以及培养学生诵读兴趣等浅层目的上，

而应以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化素养为目的。国学经典中包含丰

富的文化素养元素，比如家国情怀、修身理念等，教师需要

在诵读经典时，引导学生感知这些内容，以此充分展现经典

诵读的价值。

在引导学生诵读百家姓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加入对内容

细节的教学，以此引导学生感知姓名中的深厚文化内涵，并

以此发展学生的文化素养。以“赵、钱、孙、李”的教学为

例，在第一天引导学生完成了对这些姓氏的朗读之后，教师

便可以在第二天开展对“赵、钱、孙、李”的详细教学。比

如，对“赵”这一姓氏，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述相应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为‘赵’的起源。故事内容为：传说在周朝，有

一个人叫做造父，他为周穆王赶马车，因为他十分有能力，

通过赶马车帮助周穆王打赢了战争，所以被周穆王赐予了

‘赵城’，之后他就以‘赵’为姓。同学们，你们知道他为什

么要改姓吗？”学生 1：“因为周穆王要他改。”教师：“并不

是这样的，是因为当周穆王将‘赵城’赐给他之后，他就是

‘赵城’里面的大王了，为了显示荣耀，所以他才把姓改为了

赵。那个时候改姓就好像我们起英雄称号一样。”在教师的辅

助下，学生不仅能够了解姓氏背后的故事，还能得到文化素

养的发展。

（三）组织表演活动，提升审美创造能力

在国学经典的诵读活动中，由于许多学校并不会将国学

经典的诵读纳入考核范围中，所以学生在丧失对国学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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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感后，便有很可能会以敷衍态度进行国学经典的诵读。

所以，教师需要积极组织表演活动，以表演活动增强学生的

诵读积极性。并且，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理解灌输到

朗诵活动中，以此提升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

以《论语》为例，《论语》中不仅有许多简单而意蕴深刻

的句子，也有一些情景故事。教师在开展经典诵读教之后，

可以为学生组织表演活动，引导各年级学生依据自己诵读的

内容，自行设计表演活动。对于《论语》这一经典，教师则

可以组织学生选择趣味性较强的论语情景故事，然后将情景

故事改编成短剧，以表演短剧的方式展现自己对经典的理解。

当然，学生由于能力的限制，对《论语》的理解并不深。对

此，教师就需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辅导。以“一箪食……”

这一句为例，教师可以先向学生解释这一句话的意义，然后

将简短的故事为学生讲述，最后再引导学生为这一故事填充

背景，并进行分角色剧本设计。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分成

“孔子”“问问题者”“旁白”等多个角色，并设计了什么是幸

福这一故事背景。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得到

了较大的培养。

（四）设计应用任务，促进语言能力发展

国学经典的诵读可以被视作小学课外阅读的一部分，所

以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应当将国学经典的诵读与写作等

其他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在诵读经典后，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在日常的阅读、写作学习过程中应用所积累的国学内容，

以此提升学生的阅读、写作质量，并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

展。《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的内容在小学语文中有

较为丰富的应用范围。在引导学生诵读完这些经典内容后，

教师需要在阅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中设计应用任务，引导学

生学以致用。比如，有的学生在自己的文章中记叙了自己与

同学互相帮助的一件小事。在习作修改时，教师便可以指出

该学生的文章可以使用《三字经》或者其他国学经典的内容

进行优化，比如使用其中的句子作为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在

教师的提示下，该学生与同组的学生一起，在诵读过的《三

字经》等经典中寻找到了“亲师友，习礼仪”等句子，然后

将这些句子应用在了习作的结尾处，以此升华作文主旨。同

理，教师还需要对其他小组的同学进行引导。以此促进学生

语言能力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需要以多种策略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在

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当引入分解的资源，以分解资源引导学

生积累语言材料。在诵读经典时，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深入

感知材料中的各种元素，以此丰富学生的文化、道德素养。

在诵读经典之后，教师还应当积极组织表演活动，以表演活

动增强学生诵读经典的积极性。最后，教师还应当将经典诵

读活动与写作等教学活动联系起来，以此锻炼学生的语言能

力，充分体现经典诵读活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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